
春节前夕，定海路街道癌症康复俱乐部的9名志愿者来到街道社区生活服务中心，陪社区孤老提前吃年夜饭，并为
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记者 高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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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高靓

本报讯 近日，七彩课程·斑斓年
华——杨浦区生命教育联合研训基地
展示活动，在区教师进修学院举行。

会上，7个区域跨学段联合研训
基地展示了各自的课程建设：上海交
大附中主持的学生生涯发展联合研
训基地，协同育鹰学校、打一小学介
绍了生涯课程建设；复旦科技园小学
主持的生态教育联合研训基地、同济
小学主持的健康安全技能宝典联合
研训基地展示了魅力中草药、应急救
护和包扎的体验课程；辽阳中学主持
的家庭教育联合研训基地以微论坛

的形式，展示了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延吉第二初级中学主持的校外实践
联合研训基地通过微故事，介绍了课
程的开发；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主
持的性别（青春期）教育联合研训基
地以小学心理活动课、初中团体辅
导、高中辩论赛、大学课题报告的形
式，展现了大中小学衔接的有效途
径；杨浦小学主持的联合研训基地以
访谈的形式，介绍了情绪智力课程。

据了解，围绕“学校生命教育区
域试点”三年行动计划，各基地已初
步形成了大中小学的有效衔接，凸
显了探究与行动体验式的生命教育
课程。

打造区域教育特色品牌

■记者 叶佳琦

本报讯 近日，“中华春节·江浦
年味”2017 年江浦路街道社区团队
迎新文艺汇演，在街道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举行，吸引了近 10 个社区文艺
团队参演。

民乐队的一曲《喜洋洋》拉开了

本次汇演的序幕。接着，绵拳、沪
剧、越剧、京剧、舞蹈、时装表演等精
彩节目轮番登场。历时一个多小时
的汇演，在合唱《难忘今宵》中圆满
落幕。据悉，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营造“文化寻根，艺术修身”
的社区乐学氛围，为社区团队提供展
示风采，铸就梦想的平台。

江浦：迎新文艺汇演好戏连台

■见习记者 崔丰

本报讯 记者从区商务委了解到，
根据抽样统计，1月20日至2月2日全
区共实现营业额9.95亿元，同比增长
16.25%，增速比去年春节提高3.9个百
分点。

大型购物中心成为假期市民逛街
购物首选。百联又一城 14 天销售额
突破1.1亿元，同比增长12.41%；巴黎
春天五角场店14天销售额6127万元，

同比增长17.24%；去年新开业的合生
汇14天销售额7280万元。此外，上海
国际时尚中心销售额节节攀升，14天
销售额近3000万元，同比增长12.3%；
东方电视购物 14 天销售额同比增长
5.11%；百联滨江购物中心、中原城市
广场、宝地广场、紫荆广场等社区商业
中心，14天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0%、
13.9%、1.76%和19.79%。

苏宁五角场店节前七天迎来大批
客流，14天销售额2782 万元，同比增

长76.19%。
春节期间，市民大多走亲访友、外

出就餐，大卖场及食品专卖店销售额
略受影响，大润发杨浦店、华联吉买盛
分别同比下降 0.13%、7.61%；欧尚超
市长阳店成为少数 14 天销售额增长
的卖场，同比增长7.88%；第一食品杨
浦店节前7天销售额达2540万元，同
比增长 2.21%，春节期间同比下降
5.76%。

另据抽样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

区内10家旅行社、13家旅游饭店及共
青森林公园、上海国际时尚中心、黄兴
公园、杨浦区旅游集散中心共计接待
游客 21.45 万人次，营业收入 3.67 亿
元，同比增长 7.8%；旅游饭店客房平
均出租率 40.63%，较上年同期上升
2.43个百分点。

为保障市场供应，全区标准化菜
市场春节期间正常营业，同时开展

“平价蔬菜”专柜供应和特色促销活
动，市场供应充足，蔬菜零售价格总

体平稳。
据统计，20个品种平均价为3.63

元/500 克，低于全市平均价 3.82 元/
500克。卷心菜平均售价2.29元/500
克，低于全市均价0.36%；芹菜平均售
价 3.71 元/500 克 ，低 于 全 市 均 价
6.40%；菠菜平均售价4.74元/500克，
低于全市均价 5.59%；青菜平均售价
1.81元/500克，高于全市均价5.43%；
大白菜平均售价1.56元/500克，高于
全市均价8.04%。

杨浦消费市场春节吸金9.95亿元

（上接第1版）“联动执法、综合管理成
效最大”、“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成
为各方共识。

街道分管市容的王长伟副主任说：
“三支队伍下沉街道后，街道有人、财、
物的主导权了，又制定了配套的绩效考
核机制，对三支队伍更加叫得应了；同
时，我们还从思想、组织、工作三方面入
手，加强和三支队伍的对接，队伍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意识由原来的

‘配角’转变为现在的‘主角’”。
从杨浦城管四平中队到杨浦城管

四平路街道中队，尽管只多了几个字，
却着实让做了多年城管的中队长崔伟
倍感压力。“城管队伍街管街用后，改
变了整个工作模式。”崔伟说。

队伍下沉街道后，中队还是这点
人，但执法事项多了不少。“以前我们以
街面执法为主，现在要深入社区，参与
社区建设、社区环境治理；还要接受群
众的评议、打分，大家都很紧张，必须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努力提高市民群众认
可度和满意度。”崔伟说。工作模式转
变带来的效果已经显现。在刚刚出炉
的2016年底街道23个居委会对所、办、
院、队的打分结果显示，城管中队获得
了第一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从去年起，《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条例实施办法》正式实施。城管
的行政执法范围扩充40项内容，执法
事项超过 430 项。环境保护、物业管
理的部分工作成为“大城管”的执法范
畴，从社会噪音治理、查处无证无照的
油烟排放、夜间施工，到违法建筑的拆
除工作，改革后的“大城管”可谓“管天
管地管空气”。

拆违是最典型的例子，以前因为城

管、房管、规土三家管，大家多
少都有些推诿，边界模糊地

带，只能发函请求协助。现在权责明
晰，除了存量违建有一部分属于规土部
门管，其余都是城管牵头，扯皮的情况
没有了。“而且在街道的平台上，大家都
是‘一家人’，不用再‘函来函去’，协调
时间缩短，执法力量整合，遇到难啃的
骨头，大家一起出动、互相支撑，比原来

‘单打独斗’效果明显要好。”
关键词“合力”——
攻克一批管理顽症
在市容环境综合管理中，街道是

手牵各方的“粘合剂”和排兵布阵的
“指挥官”。

去年10月10日晚上9点，守候在
阜新路 20 弄附近多日的城管队员当
场查获了偷倒建筑装潢垃圾的工人。
经过连夜审查，城管中队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对当事人做出 5000 元的行政
处罚。在这项看似普通的查处背后，
是街道在市容环境管理上的大突破。

每两周一次的“大联动”工作例
会，10多个部门、科室沟通信息，把管
理中的难点、顽症一一摆出，“联合会
诊”，确定最佳“治疗”方案。街道充分
发挥联合执法、综合管理的合力，先后
攻克了一批管理顽症，摘掉了几年没
解决的铁岭路、阜新路废品回收站、四
平路1028弄3个区级重点薄弱区域的

“帽子”。
针对区域内装修垃圾偷倒现象频

发，街道绿化市容管理制定了《装修垃
圾规范处置机制》，联手城管、居委会
等，规范上门告知、信息登记、指导堆
放、规范清运四个环节，强化源头管
控。在打虎山路、阜新路连续出现多
起夜间偷倒垃圾现象后，街道通过“四
平市政”微信平台，迅速与城管、派出

所等多部门密切配合、采取行动。城
管灵活调整工作安排，将伏击偷倒作
为队员夜间巡查工作之一，很快就抓
到偷倒者；派出所通过监控调查偷倒
者什么时间从什么方向偷倒进来，为
城管提供了更详实的资料和处罚依
据，及时有效遏制了“夜间偷倒”这一
现象在区域内的发生。管理漏洞的堵
塞，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成效。去年10
月份起，街道的无主建筑垃圾（即偷倒
垃圾）占建筑垃圾总量由46%下降到
2%左右；同时，由于绿化市容所同志
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在每吨建筑垃
圾处置费收费标准提高的情况下，收
费工作仍得到了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收费率达100%。

同济大学后门赤峰路一带一度夜
市占道设摊严重，影响车辆通行，食品
卫生状况堪忧，是创建文明、卫生城区
的一块“顽疾”。以前城管执法到晚上
10 时，很多夜排档、小贩专门候着城
管下班再“上班”，城管队伍人手少，难
以应付整个区域的街面违法行为，群
众常有投诉，同济大学校方也深感困
扰。街道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与同济
大学联合开展多项主题活动，通过学
校宣传栏、电子显示屏、校刊，向在校
大学生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倡导健康
饮食习惯，远离不安全食品。街道加
强执法力量投入，延长管理时间至凌
晨2点，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同时，积
极和同济大学后勤部门联动对接，针
对大学生的刚性需求，校内食堂也开
出了沪上高校首家“夜排档”。校门口

“黑暗料理”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彻底
根治。街道随后又整治掉了存在 10
多年的 2 个乱设摊点，并于去年底初
步建成了全市首个“无乱设摊社区”。

关键词“自治”——

形成共建共治共管
加强市容环境管理，不仅政府要

加强执法，还要发动市民的自律自觉
行为。“拆、建、管”相结合，整治的效果
才能持久。

四平路1028弄是一条街坊道路，
位于鞍山五村与公交新村这两个老旧
小区之间，商业店铺混搭，小商摊贩集
聚，油烟、噪音、乱停车等扰民问题突
出，是多年来群众反映突出的“脏乱
差”地区。2016 年初，街道启动了对
该区域的专项整治。

短短 2 个月的时间里，街道主要
领导带队，联合多部门开展“零点行
动”，通过对沿街 29 家门店不间断排
查，发现、整治、消除“灭火器过期”、

“通道堆物”、“违规使用钢瓶”、“三合
一”等安全隐患 21 起；取缔餐饮、水
产、蔬菜贩卖、理发、棋牌等无证经营
门店10家；拆除和封闭6处违法建筑、

“破墙开店”共计600余平方米。同时
街道启动了店招店牌、市政设施部件、
路面、台阶、立面粉刷、绿化修补工程
施工，统一规划店招，颜色统一、字样
规整；统一规划店铺，积极推动业态调
整，防止脏乱差现象回流。

在整治过程中，街道还着重探索
居民区党总支和居委会在小区自治中
的主导作用，由他们组织发动居民、业
委会、物业公司，建立志愿者队伍，协
商制定车辆停放管理的优化解决方
案。居委会组织开展摄影比赛，请居
民拍摄小区里的不文明行为，进行集
中展出和评选。不少居民前来参与投
票的同时，也签名承诺“今后从我做
起，自觉维护小区环境”。

小区环境有了改善，管理上了水
平，居民们都看在眼里。“如今不少居
民主动来帮居委会进行值守，小区志

愿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多个，且呈
现更加年轻化的趋势。不少居民刚退
休，就来参加每周四上午定期举行的
清洁家园活动，巡逻、捡拾垃圾、打扫
楼道……”鞍山五村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毛锡金说，除了做事，居民参与社区
管理更大的意义是在于他们更加理解
我们的工作了，不仅自己会积极配合，
还会主动去向身边的人做宣传，让大
家一起维护小区环境整洁。

近年来，街道还依照《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积极引导
和培育行业自律组织，推动成立了控
江路、鞍山路、赤峰路等3条道路沿线
门责自律管理小组，明确责任区范围、
需要履行的义务。

在打虎山路、控江路口有一家“城
隍庙小吃”店，原先门前垃圾堆砌，绿
地毁坏，环境脏乱差，开展门责制后，
如今变得整洁美观，绿化也进行了补
种。而这些，并非出自管理部门的手
笔，店主自豪地告诉前来就餐的食客
们：“这是我们出了一万块改造的，我
的门前应该是我清洁。”

在此基础上，街道绿化市容管理
所组织辖区内 23 家水果行业企业建
立了水果行业协会门责自律管理小
组，签订自律管理公约，确立一个管理
标准（即，跨门营业零容忍、流动设摊
要取缔、门前区域要整洁、环卫设施要
完好）；坚持一套处置流程（即，一次上
门教育、二次上门警告、三次上门处
罚）；搞好一项服务（即，街道将提供优
质服务作为法治化管理的有效补充，
做好各类卫生设施保障、咨询答疑、投
诉响应等服务性工作），逐步形成单
位、市民、社会组织、政府之间良性互
动局面，市容长效管理服务机制进一
步完善。

四平：新年开局市容环境“回头看”

杨浦区生命教育联合研训基地展示活动举行


